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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 中 華 區 兩 岸 四 地 著 作 權 暨 網 路 犯 罪 研 討 會 (Greater China 

Enforcement Symposium)於本(102)年 7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假澳門特別行政區澳門路氹連貫公路新濠天地君悅酒店 2 樓舉

行。本次主辦單位為香港國際影視協會，該協會係美國電影協會

(Motion Pictur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香港地區代表處，邀請臺灣、大

陸、香港、澳門等兩岸四地執法單位及相關人士與會參加，會中除報

告兩岸四地執行取締違反智慧財產權案件成果外，並期望建立兩岸協

處機制，雙方業務主管部門人員進行工作會晤、人員互訪交換相關資

料及查緝經驗交流合作，共同打擊跨境侵權犯罪；並建立境外聯繫窗

口，建置雙方有關仿冒商標、著作權聯繫窗口機制，建構侵權者之相

關資料庫，以縮短聯繫與查緝時程，有效減少侵權犯罪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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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從事兩岸交流活動(參加會議)報告 

壹、交流活動基本資料 

一、活動名稱： 

兩岸四地著作權暨網路犯罪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 

102 年 7 月 8 日至 7 月 10 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著作權保護協會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貳、活動（會議）重點 

一、活動性質 

因網路科技日新月異，盜版侵權活動正利用網路進行違法活動，不斷地掠

奪著作權權利人的利益，由於侵權行為不是一個國家或是地區各自存在的問

題，而是利用網路在世界不同國家或地區進行犯罪活動。侵權行為人透過網路

將侵權物品推廣及銷售到世界各地，利用網路將盜版歌曲、影片及電腦遊戲在

網路上肆意上傳、下載，從中獲取不法暴利，損害權利人利益，因此，藉由此

研討會之平臺，讓各地執法部門之間持續不斷溝通，進行信息情報互換，不讓

侵權行為人逍遙法外。此外，權利人或代表與執法部門保持良好的溝通亦是打

擊侵權活動的重要環節，大家齊聚一起共同商議打擊盜版侵權活動的有效策

略，並針對各自面對的挑戰與困難，互相參考借鏡其他執法部門所執行的有效

法例及措施，以期不斷改善及提昇執法效能。 

二、活動內容 

大中華區兩岸四地著作權暨網路犯罪研討會(Greater China Enforcement 

Symposium)於本(102)年 7 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假澳門特別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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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澳門路氹連貫公路新濠天地君悅酒店 2 樓舉行。本次主辦單位為香港國際

影視協會，該協會係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香港地

區代表處，邀請臺灣、大陸、香港、澳門等兩岸四地執法單位及相關人士與會

參加，會中除報告兩岸四地執行取締違反智慧財產權案件成果外，另針對互聯

網(Internet)所帶來的衝擊進行探討。 

三、遭遇之問題 

（一）傳統著作利用型態非常單純，通常係由著作權人從事創作後，自行將著作銷

售至著作市場，或將著作授權或讓與給著作推廣或散布者(如：出版社、音樂

公司、電影公司等)，由這些機構進行著作的重製、加值、行銷等，由著作重

製物之銷售獲取商業利益。故傳統著作權人獲取報酬方式，係透過著作重製

物的重製、銷售獲取報酬，或是透過授權或讓與給著作推廣、散布者的方式

取得報酬。 

（二）然因科技逐漸普及，著作權重製設備興起加速著作物流通，如：公共場所、

餐廳播放音樂、公司行號利用影印機進行重製等；此時著作利用與報酬取得

產生二個問題，第一是著作權人無法向所有著作利用人一一行使權利，因為

著作利用人數量非常龐大，無法逐一查訪著作利用人是否利用著作，縱然可

以證明也無法逐一加以追討，而且此種情形並非透過著作重製物的銷售所能

控制；第二則是部分商業性質的著作利用人(尤其是廣播、電視等)，因為所

利用的著作數量過於龐大，牽涉著作權人非常多，與個別著作權人洽談授權

成本可能遠高於取得授權所能獲得之利益，故要求其向個別著作權人取得合

法授權之期待可能性非常小。 

（三）為避免商業性質著作利用人未取得合法授權即行利用著作，將違反著作權法

造成著作權人之損害，以及避免著作權人在法律上的權利，實質上行使有困

難，導致著作權人無法獲取合理報酬，致著作權制度之目的無法達成。因此，

制度上出現新的著作權行使的型態，即是透過著作權集體管理團體(我國稱

著作權仲介團體)來行使著作權人之權利。由著作權集體管理團體取得多數

著作權人授權後，批次(概括)授權給商業性質的著作利用人，並且代替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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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向未取得授權即行利用之人就著作權侵害所造成的損失追索賠償，以降

低著作交易成本，落實著作權之保護及報酬取得之權利。 

（四）進入網際網路時代(Internet Age)後，除少部分網路上商業性質的利用人仍循

傳統管道向著作權人取得合法授權供使用者利用外，網際網路上的著作重製

物，多半是來自終端用戶(end user)自著作交易市場取得著作重製物後，在未

經著作權人合法授權下，自行將著作重製物數位化，上傳至網際網路與其他

使用者進行傳輸、交換的活動，此舉使得多數非商業性質的著作利用人，不

再需要透過傳統著作交易市場取得著作重製物，此種著作取得之管道打破傳

統以來所建立的著作權市場價值鏈，使著作權人面臨嚴峻的挑戰。 

（五）綜上，當前著作權人及執法部門所面臨的智慧財產侵權案件係來自世界各

地，只要有網際網路的地區，只要有使用者取得著作重製物，將其數位化後

上傳，著作人即遭受極大的損失。再者，犯罪者(criminals)可能位於國內或國

外；使用的電腦(檔案存放位置；file hosting)可能位於國內或國外；使用的電

子郵件(email)可能向國內或是國外申請；登記者或註冊者(register or registrar)

可能位於國內或國外，因此執法部門跨境的挑戰排列組合如下： 

執法部門跨境的挑戰排列組合如下：    

電腦 罪犯 登記人 電子郵件 

本國 本國 本國 本國 

本國 本國 本國 海外 

本國 本國 海外 本國 

本國 海外 本國 本國 

本國 本國 海外 海外 

本國 海外 本國 海外 

本國 海外 海外 本國 

本國 海外 海外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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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本國 本國 本國 

海外 本國 本國 海外 

海外 本國 海外 本國 

海外 本國 海外 海外 

海外 海外 本國 本國 

海外 海外 本國 海外 

海外 海外 海外 本國 

海外 海外 海外 海外 

上列排列組合存在跨境犯罪的可能數，若以數學算式說明，則等於  2n-2／

2n ，n 代表調查資料數量。上述案例調查數量=4，所以跨境犯罪的可能數：

87.5%，而執法部門僅能針對其餘 12.5%的犯罪進行「有效」的偵辦。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 

（一）網路科技從傳統式的主從式架構1(Client-Server Model)，變成點對點科技2(Peer 

to Peer Network)，再到網路貯存(File-Hosting Sites or Cyberlocker)，演變成現在

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在在顯示科技日新月異。因為目前雲端運算

時代，處理數據量(Data Amount)大、數據多樣性(Data Diversity)多元、數據傳

送及處理速度(Data Velocity)快，反倒造成跨境犯罪(Transnational Crime)增

加，使執法部門的執法效率(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下滑，顯示各國執法部

門應針對此問題進行溝通、研商，以有效遏阻跨境犯罪。 

（二）我國執法部門在處理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常發現侵權係源自於大陸地區(境

外 IP)，然礙於兩岸著作權執法機關之間，並無相關情資交換之機制，致此

                                                 
1主從式架構係從客戶端 (Client)與伺服器 (Server) 區分開來。每一個客戶端軟體都可以向一個伺服器或

應用程序伺服器發出請求。例如，當你在某個網站閱讀文章時，個人電腦和網頁瀏覽器就被當做成一個

客戶端，同時，組成這個網站的電腦、資料庫和應用程序就被當做伺服器。當用戶的網頁瀏覽器向這個

網站請求一個指定的文章時，網站伺服器從的資料庫中找出所有該文章需要的信息，結合成一個網頁，

再發送回你的瀏覽器。 
2點對點網路是無中心伺服器、依靠使用者群（peers）交換資訊的網際網路體系。與有主從式網路架構系

統不同，點對點網路的每個使用者端既是一個節點，也有伺服器的功能，任何一個節點無法直接找到其

他節點，必須依靠其戶群進行資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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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情資無法續行處理，違法侵權者依然逍遙法外。目前處理前述跨境侵權案

件，係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0 年 11 月 25 日智著字第 10016003900 號函辦

理，該函文係轉知 2011 年 8 月間與大陸著作權工作組工作會晤紀錄。其進

一步指示，爾後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如遇網站 IP 位址於大陸地區，陳

報相關資料至本總隊轉陳警政署彙整，函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轉中國大陸國

家版權局查處。爰此，在現有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合作保護協議(IPR)第 7

條之協處機制下，建立兩岸著作權執法機關之情資交換機制，以有效遏止兩

岸著作權侵權之問題。 

五、心得及建議 

（一）兩岸執法部門應對目前侵害影音出版及相關文創產品著作權之情形有具體措

施，以落實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中對協處機制的具體規定。這是因

為兩岸同文同種，使得兩岸間與著作權攸關的影音出版與文創產品得以很容

易的被對方的民眾所接受，例如台灣創作之偶像劇、歌曲在大陸受到歡迎。

同樣的，大陸創作的連續劇(ex:甄環傳)與選秀節目(ex:我是歌手、好聲音)也受

到台灣民眾的喜愛。台灣業者都是以購買版權（取得授權）的方式為之，但

是相對的，許多台灣的文創產品卻在大陸透過網路方式而受到廣泛的侵害。

雖說著作權屬於私權，應該由權利人主動為之，但是由於侵權網站眾多，若

要求權利人一一自行為之，恐力有未逮。 

（二）兩岸 IPR 協議第 7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雙方同意建立執法協處機制，雙方並

同意打擊盜版及仿冒，特別是查處經由網路提供或説明提供盜版圖書、影音

（音像）及電腦程式（軟體）等侵權網站，以及在市場流通的盜版及仿冒品。

「特別是查處」似意味此等規範乃係對雙方主管機關的規範，而非僅對權利

人規範。因此，兩岸間也應對台灣影音出版及相關文創產品之著作權保護問

題進一步協商更具體的作法，方能落實兩岸 IPR 協議之執法協處機制的規範。 

（三）定期召開兩岸研討會，透過「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海

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建立協處制，雙方業務主管部門人員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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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會晤、人員互訪交換相關資料及查緝經驗交流合作，共同打擊跨境侵權

犯罪；並建立境外聯繫窗口，建置雙方有關仿冒商標、著作權聯繫窗口機制，

建構侵權者之相關資料庫，以縮短聯繫與查緝時程，有效減少侵權犯罪之發

生。  

參、會議資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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